
第2节　特异性免疫

学有目标——新课程标准必明 记在平时——核心语句必背

1.概述人体的免疫包括生来就有

的非特异性免疫和后天获得的

特异性免疫。

2.阐明特异性免疫是通过体液免

疫和细胞免疫两种方式，针对

特定病原体发生的免疫应答。

1.B细胞活化需要两个信号刺激：第一个信号是

一些病原体直接与B细胞接触；第二个信号是

辅助性T细胞表面的特定分子发生变化后，与

B细胞结合。另外还需要细胞因子的作用。

2.记忆B细胞再次接触相同抗原时能迅速增殖分

化，分化后的浆细胞能产生大量抗体。

3.被病原体感染的宿主细胞膜表面的某些分子

会发生变化，细胞毒性T细胞能识别变化的信

号。在细胞免疫过程中，靶细胞、辅助性T细

胞等参与细胞毒性T细胞活化过程。



[理清主干知识]

一、免疫系统对病原体的识别

1．在人体所有_______的表面，都有多种不同的蛋白质，其中包括

作为___________来起作用的一组蛋白质。

2．病毒、细菌等病原体也带有各自的身份标签，当它们侵入人体后，

能被__________所识别。免疫细胞是靠________________来辨认它们

的。

3．特异性免疫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。

细胞膜

分子标签

免疫细胞 细胞表面的受体

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



二、 体液免疫

1．含义：____细胞激活后产生抗体，抗体主要存在于____中，这种主要

靠抗体“作战”的方式称为体液免疫。

2．B细胞活化：需要________刺激，还需要__________的作用。

3．过程：



三、 细胞免疫

1．含义：当病原体进入细胞内部，主要靠___细胞直接接触靶细胞来“作

战”完成免疫反应的方式称为细胞免疫。

2．寄生在细胞内的病原体有_______、 ______________、 _____________

等。

3． ____细胞、 _________细胞等参与细胞毒性T细胞的活化过程。

4．细胞免疫的过程：



四、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协调配合

1．B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胞的活化离不开__________细胞的辅助，可

见_________细胞在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。

2．体液免疫中产生的_______，能消灭细胞外液中的病原体；而消灭

侵入细胞内的病原体，要靠__________将靶细胞裂解，使病原体失去藏

身之所，此时体液免疫就又能发挥作用了。

3．神经调节、体液调节和免疫调节的实现都离不开_________，这些

_________的作用方式，都是直接与_______接触。

辅助性T

辅助性T

抗体

细胞免疫

信号分子

信号分子 受体



[诊断自学效果]

1．判断正误，正确的画“√”，错误的画“×”。

(1)抗原呈递细胞是指辅助性T细胞。 (      )

(2)B细胞受到抗原直接刺激后会增殖分化形成浆细胞。  (      )

(3)T细胞参与的是细胞免疫，B细胞参与的是体液免疫。  (      )

(4)B细胞活化需要辅助性T细胞参与，细胞毒性T细胞的活化则不需要。(      

)

(5)记忆细胞可以存活几年到几十年。  (      )

×

×

×

×

√



2．下图为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通过信息分子相互作用的关

系图，根据稳态的调节网络，写出①～④的信息分子的实例。

① _________等；② ____________等；

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；④ ___________等。

乙酰胆碱 甲状腺激素

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糖皮质激素





答案：(1)细胞表面的受体　(2)浆　记忆B　(3)①一些病原体直接与B细

胞接触　②辅助性T细胞接受呈递的抗原后表面的特定分子发生变化并与B

细胞结合　③辅助性T细胞　细胞因子　B细胞的分裂、分化　(4)抑制病原

体的增殖　对人体细胞的黏附



2．分析资料，回答问题。

资料：体液免疫过程中，浆细胞会产生抗体与抗原特异性结合。图中抗体

浓度变化曲线为a，患病程度变化曲线为b。

(1)相同抗原再次侵入时，____________能迅速增殖分化为浆细胞，浆细胞快

速产生大量________消灭抗原。



(2)与 初 次 免 疫 相 比 ， 二 次 免 疫 反 应 的 特 点 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所以患病程度低。

答案：(1)记忆B细胞　抗体　(2)反应速率更快、抗体浓度更高、免疫程

度更强



[在深化中提能]

       1．明确免疫细胞的三个“唯一”：



2．“三看法”判断初次免疫和二次免疫：

一看 产生抗体的浓度 二次免疫比初次免疫产生的抗体量多

二看 产生抗体的速度
初次免疫时机体产生抗体的速度缓慢，二次

免疫时机体反应迅速，产生抗体的速度快

三看 患病程度 初次免疫比二次免疫时的机体患病程度重





[解析]　(1)免疫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，包括淋巴细胞和吞噬

细胞等，其中T细胞成熟的场所是胸腺。体液免疫过程中，只有浆细胞能产

生特异性的抗体。(2)体液免疫过程中，抗体和病毒特异性结合后形成沉淀，

再被吞噬细胞吞噬消化。(3)记忆细胞可以在病毒消失后存活几年甚至几十年，

当同一种病毒再次感染机体，记忆细胞能迅速增殖分化，分化后快速产生大

量抗体，使抗体浓度激增。(4)分析图示可知，二次免疫比初次免疫产生的抗

体更快、更多，故为了获得更好的免疫效果，接种疫苗时可多次接种，使机

体产生更多的抗体和记忆细胞。

[答案]　(1)胸腺　浆细胞　(2)抗体与病毒特异性结合形成沉淀，被吞噬

细胞吞噬消化　(3)病毒再次感染时，机体内相应的记忆细胞迅速增殖分化，

分化后快速产生大量抗体　(4)多次接种



[名师点睛]

机体是否能够发生二次免疫，需要看两次注射的抗原是否相同，若相同，

可发生二次免疫；若不相同，则不能发生二次免疫。



[在应用中落实]

1．(2023·辽宁高考，改编)如图是人体被某寄生虫感染后，发生特异性免疫的部分

过程。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 (　　)

A．m为树突状细胞，能识别、吞噬抗原和呈递抗原信息

B．n为辅助性T细胞，能分泌细胞因子、接收和传递信息

C．p为B细胞，其活化需两个信号的刺激和细胞因子的作用

D．q为浆细胞，能分泌特异性抗体和分裂分化为记忆细胞



解析：通过m的形状可判断其为树突状细胞，其属于抗原呈递细胞，具有强大

的识别、吞噬抗原和呈递抗原信息的作用，A正确；n可接收树突状细胞传递的

信息且能分泌细胞因子，则n为辅助性T细胞，能接收和传递信息、分泌细胞因

子，B正确；p为B细胞，其活化需两个信号的刺激，一是一些病原体和B细胞

接触，二是辅助性T细胞表面的特定分子发生变化并与B细胞结合，细胞因子

能促进B细胞的分裂、分化过程，C正确；由图可知，q可以产生抗体，为浆细

胞，浆细胞不能分裂、分化，D错误。

答案：D　



2．如图是人体先后注射同一种抗原后产生的抗体情况。下列说法错误的是(　　

)

A．第二次注射同一种抗原后，记忆细胞大量形成浆细胞

B．与第二次相比，第一次注射抗原产生的抗体效率低，且保持时间较短

C．图示说明预防接种往往需注射同种抗原多次，每次要隔一定时间

D．图示说明抗原接种量越大，产生的抗体越多



解析：第二次注射相同抗原后，记忆细胞大量形成浆细胞，浆细胞产生大

量抗体；初次免疫产生抗体的效率低、保持时间短；由于二次免疫效果更

强，所以预防接种往往需要每隔一定时间注射同种抗原；图中曲线无法得

出抗原接种量与抗体的关系。

答案：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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